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钨矿各期矽肺的生存率统计分析

江西省西华山钨矿职工医院 ( 3 4 1 5 0。 ) 刘粉生

本文应用寿命法
,

对我矿 1 9 5 5~ 1 986 年31 年间初

诊 745 例矽肺病人进行了生存率统计分析
,

结果报告

如下
。

凡符合初次诊断期别至死或观察时间 ( 1 9 8 6年 )

止
,

仍为初诊结果者均为统计对象
。

共统计 74 5例
,

其中 I 期 5 0 2例
,

死亡 1 5 7例
,

占 3 1
.

3%
;
I 期

`
2 2 8例

,

死亡 1 5 6例
,

占68
.

4% ; I 期 1 5例
,

死亡 1 1例
,

占 7 3
.

3 %

(各期间 P < 0
.

0 1 )
。

平均病程 I 期为 8
.

6年
,

I 期

为 6
.

8年
,

I 期为2
.

3年 (各期间 P < 。 .

05 或 0
.

0 1)
。

平均死亡年龄 I 期为 4 9
. 。岁

,

1期为 4 4
.

4岁
,

I 期为

理6
.

8岁 ( I 与 I P ( 0
.

0 1
,

I
、

I 与 I P > 0
.

0 5 )
。

钨矿各期矽肺生存率随病程的延长呈直线下降趋

势
,

I
、

I 期观察到 16 年时分别为6 2
.

3%
、

2 8
.

5%
,

而 I 期到 6年时仅有 15
.

0%
;
观察到 3 0年时 I

、

I 期分

别为 1 8
.

3%
、

1 1
.

3 0%
。

回归方程
:

I 期 Y 二
96

.

5 5 5 -

2
。
3 s gX

, r = 一 0
.

9 71 , I 期 Y 二 67
。
5 2 0 一 2

.

1 0 8X
,

r = 一 0
.

95 3 ; I 期Y = 6 2
.

1 1 0 一 8
.

17 0X
, r = 一 0

.

97 4
.

根据回归预测
,

I
、

I 期观察 16 年后生存率分别为

5 8
.

3%
、
3 3

.

8%
,

而 I 期到 7年时仅有 4
.

9%
,

相差是悬

株 的 (见 图 )
。

二

生一任率ō%)

咒

图 随访时间 (病龄
:
年 )

我矿属高矽尘有色矿山
,

本资料显示钨矿矽肺患

者较煤矿矽肺患者生存率低
。

因此高矽尘矿 山更应加

强对矿工矽肺的早期发现
、

早期脱尘工作
。

临床应用维生素 C清除皮肤

3
一

丁氧基
一 4一硝基类化合物污染 1 例报告

庆阳市化学工业公司一五三 医院 ( 11 1 00 1) 李桂风 成 红

3一丁氧基
一 4一硝基类化合物是生产麻醉剂的 中 间

体
。

关于如何清除此类化学物质污染的问题
,

至今未

见报道
。

我院采用维生素 C 颇获良效
,

现介绍如下
。

患者
,

女性
,

25 岁
,

1 9 9 2年 8月 25 日
,

用密闭的反

应容器进行化学试验时
,

因在加温过程中
,

温度突然

升高
,

压力过大
,

造成 3一丁氧基
一 4一硝基 甲苯

、

毗吮

和高锰酸钾反应物及 3
一
丁氧基

一 4一硝基苯甲酸等生成

物一并喷出
,

污染患者左颈部 2 / 3及左上肢下臂2 3/ 的

皮肤
,

当即感到污染部位烧灼和麻木
,

并伴有头晕
、

恶心
。

即来我院治疗
。

体检
: T 3 6

o
e

,

P a o次 /分
,

B P 1 6 / 1 0k aP
,

R 2 0

次 /分
。

神志清
,

急性痛苦表情
。

左须部及左上肢均

为紫色物沉着
,

并有刺鼻气味
,

双瞳孔等大
,

对光反

应正常
。

口唇无发缉
,

心肺正常
,

腹部肝
、

脾均未触

及
。

生理反射存在
,

病理反射未引出
。

室验室检查
:

心 电图
、

脑电图
、

肝脾 B超
、

血常

规
、

尿常规
、

肝功
、

高铁血红蛋白测定均正常
.

治疗
:

对症处理
。

给予维生素C
、

维生素B `
等治疗

。

污染部位的处理
:
根据化学反应物及生成物的理

化特性
,

首先应用清水冲洗
,

除掉了刺鼻气味
,

又用

30 %酒精清洗
,

两者均没有除掉污染部位的紫色沉着

物
。

最后应用维生素 C (注射液 ) 进行指 甲床试洗
,

收到了满意效果
。

然后进行大面积清洗
,

将皮肤上污

染的化学物质全部清除
,

皮肤上未见烧伤情况
。

讨论

本例患者所进行的化学试验是有机化学的氧化反

应
。

高锰酸钾将 3一丁氧基
一 4一硝基甲苯的甲基氧化成

轻基后生成 3 一丁氧基
一 4 一硝基苯甲酸

。

毗吮在反应过

程中只是做为溶剂
。

因此我们根据反应物和生成物
、

溶剂
、

氧化剂的理化特性进行临床试洗
,

收到了很好

的效果
,

从而阻止了毒物的继续吸收
。

未见高铁血红

蛋白血症及对骨翻和神经系统的影响
。


